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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手語的復振工作與教育擘畫

能」及「生活與文化」兩大主題，設計符合

「個人」、「社會與生活」及「聾人文化與

科技」的日常生活溝通情境脈絡，目的在自

然地帶入手語結構，以強化手語學習和真實

情境的連結。

台灣手語教材學習用書

台灣手語教材學習用書依循《台灣手語

課程綱要》之精神，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委託國立和美實驗

學校規劃與編制，教材編輯小組由國立中正

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張榮興教授帶領，小組成

員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聾人和聽人，課程設

計從語文領域的教與學出發，教材內容從生

活中取材，著重手語的視覺語言特性及語法

詞序的靈活性。生活化的教材得以讓學生於

情境脈絡中，逐漸養成台灣手語的理解能

力，掌握手語訊息的意涵，同時也認識聾人

語言和聽人語言在溝通及文化上的異同，進

而在不同情境中自然且適切地運用台灣手語

溝通互動，培養跨文化溝通的意識。此教材

編撰的方式符應了《台灣手語課程綱要》中

「理解」、「表達」和「跨文化溝通」的架

構，實踐語言生活化的目標。

台灣手語教材學習用書共18冊，每冊為5

個單元，各單元的內容架構包括「手語文

本」、「手語詞彙」、「綜合活動」和「聾

人文化」4個部分。手語文本提供手語使用的

情境脈絡，透過不同單元主題，學生得以連

結至日常生活情境與生活經驗，學習不同情

境脈絡下的手語表達。教材中的手語詞彙以

圖片輔以線條標記的方式，呈現手語詞彙的

手形、動作、位置與掌心方向等組成要素。

綜合活動依不同學習階段，設計符合該學習

階段的練習活動，強化單元中手語文本與詞

彙的理解和表達能力。聾人文化則透過不同

情境，讓學生思考與探索手語視覺語言特

性、聾人生活與文化樣態相關議題。

各單元的學習進度以四節課為規劃方

向，每節課在國小為40分鐘，在國中為45分

鐘，在高中為50分鐘。每節課又可分為3個活

動，分別為準備活動、發展活動和統整活

動。每節課的建議架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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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手語」係指台灣聾人發展出來的自

然語言，是台灣聾人族群使用的共

同語言，其接收與傳遞訊息的方式不同於聽覺語言

系統，有其獨特的視覺語言邏輯。2019年1月9日公

布施行之《國家語言發展法》，正式將台灣手語納

入國家語言，確保台灣手語得以保存、復振及平等

發展。隨後教育部依循《國家語言發展法》修訂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

總綱），將台灣手語列為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

級中學之部定課程，以保障國民基本教育不同階段

學生修習台灣手語之機會，進而促進其傳承與發

展。台灣手語課程依循總綱，特修訂《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語文領域—台灣手

語》（以下簡稱台灣手語課程綱要），作為課程設

計與實施之依據。

台灣手語課程綱要

《台灣手語課程綱要》之研修呼應《世界文化

多樣性宣言》所倡導之語言多樣化，同時也落實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對聾人的語言及文化的尊

重，更符應《國家語言發展法》之精神。台灣手語

課程目標在於：（一）啟發學習台灣手語的興趣；

（二）培養台灣手語理解、表達及溝通互動的能

力；（三）復振台灣手語，增進對聾人文化的理

解、尊重、欣賞及傳承；（四）運用台灣手語與聾

人文化的視角進行思辨。此課程在國小和國中七、

八年級屬「領域學習課程」，每週上課時數為1節，

到國中九年級屬「彈性學習課程」，學校可先調查

學生選修意願再進行開設；到高中為部定必修2學

分，以及兩門各2學分的加深加廣課程，加深加廣課

程分別為「情境式台灣手語」和「台灣手語專題研

究」。

各學習階段的台灣手語課程皆以「理解」、

「表達」和「跨文化溝通」為架構，針對「語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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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次
學習流程

第一節課
認識詞彙

第二節課
認識課文

第三節課
綜合活動

第四節課
聾人文化

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 複習活動
引起動機 複習活動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詞彙教學 課文教學 綜合活動 聾人文化
統整活動 複習 複習 複習 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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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手語師資培訓

為充實高中及國中小台灣手語師資需

求，國教署委託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台灣手語教學支援

工作人員暨種子講師培訓及認證實施計

畫」，規劃手語師資培訓課程與認證機制，

讓已具備台灣手語能力且有志於手語教學的

聾人或聽人，在完成課程並通過筆試及教學

演示後，即可取得在高中及國中小教授手語

的資格，加入教學支援人力的行列。

國教署另委託國立嘉義大學辦理「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台灣手語教師培訓及認證實施

計畫」，規劃正式教師的手語與教學培訓課

程，此計畫招募全國超過千位在職教師參加

訓練。這群教師在完成培訓課程後，通過台

灣手語測驗、筆試及教學演示後，即可取得

台灣手語教師資格。

無論是教學支援人力或是正式教師的手

語師資培訓，在培訓過程中，皆強調實際使

用手語語言的教學，以進行有效溝通。

多元語言在台灣的發展

台灣存在著多元的語言及文化，但許多

本土語言在過去未能受到重視，使得語言的

傳承面臨危機。因著《國家語言發展法》，

本土語言列為中小學必修課程，展現政府立

法保護母語、傳承語言文化的決心。從111學

年度開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將前所未有地

正式開始實施台灣手語教學，期盼能藉由此

課程，提供學生認識聾人族群、語言與文化

之管道，啟發學習興趣，落實手語溝通無障

礙的友善環境，進而傳承聾人族群的語言與

文化。試想，未來十年或廿年後，台灣社會

能以手語溝通的人逐漸增加，手語不再僅限

於聾人的語言，此手語友善環境正反映出多

元語言的生命力及知識蘊涵，邁向國家語言

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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